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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宁海方言的两个否定词“弗[fəʔ5]”“呒不[m21pəʔ5]”主要修饰谓词性成分，意义分别接近普通话中的

“不”“没有”。本文以宁海方言的否定词“弗”和“呒不”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语义、句法方面对两

个否定词进行描写，并与普通话否定词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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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o negative words “fəʔ5” and “m21pəʔ5” in Ninghai dialect mainly modify the predicate ele-
ments, and their meanings are close to “no” and “not” in Mandarin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takes 
the negative words “Fu” and “Wubu” of Ninghai dialect as the main object of study, describes the 
two negative words from semantic and syntactic aspects,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negative words of Puto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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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宁海县是浙江省宁波市下辖县，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宁海县除岔路镇归属吴语台州片之外，

其余皆属于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否定”是各种语言共有的语法意义，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关

于吴方言否定范畴的研究，前人已有不少论述。戴昭铭(2001)梳理了天台方言中的否定词和否定式，并分

析了其内部差异[1]。阮桂君(2006)总结了宁波方言“勿”字句、“没”字句等否定八种否定句的用法[2]。
宁海方言中的否定词“弗”和“呒不”用法多样，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人对此做过研究。 

本文以宁海方言中的否定词“弗”和“呒不”为研究对象，具体描写其用法，并将其和普通话作比

较。文中涉及到的方言用字，经查阅资料能找到本字的用本字，无本字的用同音字代替。文中所用例句

基本出自宁海县薛岙村(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少部分经过笔者修改，所有例句都经过

当地居民核验。 

2. 基本否定词“弗”的用法 

宁海方言中“弗”基本读清声母[fəʔ5]，只有在浊声母字，如动词“是”等字后面才会发浊音[vəʔ5]，
单独回答问题时只读清声母的[fəʔ5]。 

2.1. “弗”的语义分类 

“弗”主要用于否定主观态度、意愿和情状，也可以根据否定项的不同否定某种行为、性质和状态，

具体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2.1.1. 对主观意愿、态度的否定 
“弗”可以修饰心理动词和能愿动词表示对主观意愿和态度的否定，例如： 

(1) 我独个人弗敢走夜路。(我不敢一个人夜里在外行走。) 
(2) 本书我弗需要，拨我退嗷。(这本书我不需要，帮我把它退了吧。) 
(3) 我弗想写作业，我想相电视。(我不想写作业我想看电视。) 
(4) 鱼其弗钟意吃个哦！(鱼他不喜欢吃的！)  

例句中“敢”“需要”是能愿动词，“想”“钟意”是心理动词，这些例句都表达的是说话人主观

上对某事持有否定的意愿和态度。 

2.1.2. 否定某些习惯性的行为或状态 
“弗”还可以否定某种行为，这种行为往往是习惯性的，例如： 

(5) 其香烟弗吃个哦。(他不吸烟的。) 
(6) 我弗哄你个啦，个屋采呒告去个哦！(我不骗你的，这地方不能去啊！) 
(7) 茄个小人从来弗打游戏，每日来相书。(他家的小孩儿从来不打游戏，每天都在看书。) 

“弗吃香烟”是对“吃香烟”这一行为的否定，“弗哄你”是否定“哄你”这一行为，“弗打游戏”

也是对“打游戏”这一行为的否定，且在说话人语气强烈时，这些例句往往会加上“从来”，说明“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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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香烟”“弗哄你”“弗打游戏”是一种常态。 
此外，“弗”还可以否定带有持续义的动词，表示某些行为不再发生，不持续。例如： 

(8) 我且感冒好嘞，鼻头涕弗塔嘞。(我现在感冒好了，不流鼻涕了。) 
(9) 台风过去嗷，雨弗落嘞。(台风过去了，雨就不下了。) 
(10) 我弗乱讲嘞，尔难骂嘞。(我不乱说话了，你别骂了。) 

2.1.3. 否定动作结果的可能性 
“弗”放在一些述宾短语以及能愿动词前，表达对可能性的否定，例如： 

(11) 今密弗落雨个哦，尔放心一百廿，阳伞甮带嘞。(今天不下雨的，你放一百个心吧，雨伞不用带

了。) 
(12) 其弗会帮尔个哦，尔心里顶好做好打算。(他不会帮你的，你心里最好做好打算。) 
(13) 呒告个啦！尔走过去嘛，个狗弗咬你个哦！(没关系的！你走过去吧，这狗不会咬你的！) 

例(11)的“弗落雨”说明说话人认为下雨这个动作不可能发生，例(12)的“弗会帮”是表示对“会帮”

这种可能性的否定，例(13)则是对“狗咬你”这一可能性的否定。 

2.1.4. 否定性质状态 
“弗”也可以修饰性质形容词，表示对性质状态的否定，例如： 

(14) 件衣裳一点也弗好相。(这件衣服一点也不好看。) 
(15) 个手机照相拍起来一点也弗清爽。(这手机拍的照片一点也不清晰。) 
(16) 个师傅认去一点弗专业。(这师傅看上去一点也不专业。) 
(17) 小王考得弗推板。(小王考得不差。) 

例(14)的“弗好相”是对“衣裳好相”这一性质的否定，例(15)的“弗清爽”是对“手机拍出来的照

片”所显示出的状态进行否定，例(16)“弗专业”是对“师傅”所显示的状态表示否定，例(17)的“弗推

板”则是对“小王考得推板”这一状态的否定。以上例句中“弗”否定的都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不是

一种动态过程。 

2.2. 基本否定词“弗”的句法功能 

宁海方言中“弗”的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不”，主要否定谓词性成分，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2.2.1. 弗 + VP 
“弗 + VP”最常作谓语，“弗”后最常见的是动词和动词性成分，例如： 

(18) 老酒弗吃个哦，我喝两碗汤白好嘞。(白酒我不喝的，我喝两碗汤就好了。) 
(19) 我坏事干从来弗做个啦，我嚇要夜来困弗起。(坏事我从来不做的，我怕夜里睡不着。) 
(20) 本身要来个哦，且疫情亦装起来嘞，个么我白弗转来嘞。(本来要来的，现在疫情又起来了，那

么我就不回来了。) 
(21) 个两日呒不介空，后日我白弗去嘞。(这两天没空，后天我就不去了。) 
(22) 我作业先弗写嘞，手写酸了，歇畅。(我作业先不写了，手都写酸了，歇一会。) 
(23) 弗吃嘞，吃得腾腾饱，话讲畅再吃。(不吃啦，吃得很饱，说会儿话再吃。) 

例(18)的“老酒弗吃”和例(19)的“坏事干从来弗做”都是表达说话人一贯的习惯。例(20)和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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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弗”都表示出于某种原因说话人对某事反悔了，因为疫情所以才“弗转来”，因为“呒不介空”所

以才“弗去”。例(22)和例(23)则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不再进行，一般会在“弗”前加副词“先”。 
“弗”后也可以跟动宾短语，形成“弗 + VO”的形式，例如： 

(24) 弗做作业嘛是要得老师骂！(不做作业是要被老师骂！) 
(25) 其来屋里弗相书个啦！(他在家从来不看书的啦！) 
(26) 弗听话个小人夜来白得狼外婆拖走！(不听话的小孩子晚上就要被狼外婆捉走！) 

例(24)“弗做作业”作主语，例(25)“弗相书”作谓语，例(26)“弗听话”作定语。 
此外，“O + 弗 + V”在宁海方言也较常使用，上述三个例子可以转变成以下形式： 

(27) 作业弗做嘛是要得老师骂！(作业不做是要被老师骂！) 
(28) 其来屋里书弗相个啦！(他在家书不看的啦！) 
(29) 娘娘话弗听个小人夜来白得狼外婆拖走！(奶奶话不听的小孩子晚上就要被狼外婆捉走！) 

“弗”也可以加动补形式，形成“弗 + VC”的形式，例如： 

(30) 书今密弗背好，夜饭白好甮吃嘞！(书今天不背好，晚饭就不要吃了！) 
(31) 尔实话且弗讲出来，天亮尔要讲亦呒不讲嘞！(你实话现在不说出来，明天你要讲也不让你讲了！) 

“弗 + VC”这种形式一般只出现在假设复句中，作为前分句，例(30)表示如果今天书不能背完，那

么就不能吃完饭，例(31)表示如果今天不说实话，明天就没机会说了。其中“弗”否定的是补语所表示的

程度或结果，而不是否定动作本身。 
“弗 + VC”表示的是说话人认为对方主观态度上不努力，此外，还有一个宁海方言中常见的表示

客观能力上达不到的格式“V + 弗 + C”，它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V 不 C”，吴福祥(2002)认为其表

示“否定具有某种实现结果/位移的可能性”[3]，此时“弗”常出现在动作补语、趋向补语以及结果补语

之间，是“VC”的否定式。例如： 

(32) 个蟑螂怎样打弗死嘛！(这蟑螂怎么打不死啊！) 
(33) 介呒告用嘛！墙介矮尔还爬弗上啊？(怎么这么没用啊！墙这么矮你还爬不上去啊？) 
(34) 天介热我困弗起。(天这么热我睡不着。) 

例(32)的“打弗死”是客观能力上没法把蟑螂打死，例(33)的“爬弗上”是没有能力爬上墙，例(34)
是由于天太热导致“困弗起”，努力过后依旧没法入睡。 

2.2.2. 弗 + AP 
“弗”后还可以加形容词性成分，能进入该格式的形容词主要是表示情状、形状的形容词，可控性

较强。例如： 

(35) 我肉弗馋痨，我白馋痨点对虾。(我对肉不馋嘴，我就对对虾馋嘴。) 
(36) 弗老三怪气个样装起来，尔话白覅讲了是伐？(不没礼貌阴阳怪气的样子摆出来，你话就不会说

了是吗？) 
(37) 难弗得人惜个样子装起来！(别一副看不起谁的样子摆出来！) 
(38) 且土木专业老早弗吃香嘞！(现在土木专业老早不吃香了！) 
(39) 小小人难介弗识相！(小孩别太不识相！) 
(40) 对联贴得介弗齐嘛！(对联贴得怎么这么不齐呢！)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1041


朱熠琳 
 

 

DOI: 10.12677/ml.2024.121041 282 现代语言学 
 

“弗 + AP”在句中主要作谓语，如例(35)、例(38)，也可以作定语，如例(36)、例(37)，还可以作补

语，如例(39)、例(40)。 
例(35)到例(37)中的形容词主要和人的情状相关，例(38)到例(40)中的形容词主要表示性状。从词语色

彩来看前三例主要是贬义色彩，后三例主要是褒义色彩、中性色彩，由上述例子可知，“弗”后所加的

形容词对词语色彩没有选择性，并且也不受到单双音节的限制。 

2.2.3. N 弗 N 
“弗”一般不否定体词性成分，只在特殊格式“N 弗 N”中出现了对体词性成分进行否定的情况。

例如： 

(41) 个事干难钞票弗钞票个讲起来，多少难听啊！(这件事别钱不钱的说起来，多难听啊！) 
(42) 难讲旅游弗旅游嘞，人家都打相打嘞！(别说旅游不旅游了，别人都打起来了！) 

“N 弗 N”格式表达说话人不满的态度，如例(41)在说话人看来一直提“钞票弗钞票”很难听，(42)
在别人打架的时候提旅游也是不妥当的事。 

3. 基本否定词“呒不”的用法 

宁海方言中的“呒不[m21pəʔ5]”兼具动词和副词两种词性，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没有”。

阮桂君(2006)提到宁波方言中有兼属动词和副词的“没”，用法和“呒”不同，宁海除了西店镇(紧靠宁

波奉化)将“呒不”省成一个音节的“没[məʔ5]”外，其余地区都使用“呒不”。 

3.1. “呒不”的语义分类 

“呒不”兼属动词和副词，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没有”，常用来否定存在、领有。 

3.1.1. 对领有、具有以及存在的否定 
作为动词的“呒不”常放在名词前，表示对领有、存在的否定。例如： 

(43) 呒不时间嘞，还要来的慢记慢记。(要没时间了，还在这慢悠悠的。) 
(44) 件衣裳落来草坪的好两日嘞呒不宁要。(这件衣服掉在草坪上好几天了也没有人要。) 
(45) 本书我呒不，尔好借我相两日伐？(这本书我没有，你能借我看两天吗？) 
(46) 的屋采呒不红绿灯个哦，走去小心眼。(这地方没有红绿灯的，走路的话小心点。) 
(47) 个人我去寻过嘞，呒不个人个哦。(这个人我去找过了，没有这个人啊。) 
(48) 盐呒不嘞，等畅尔去买点来。(盐没有了，待会儿你去买一点。) 

例(43)到例(45)是对领有的否定，例(46)到(48)是对存在的否定。 

3.1.2. 否定动作状态已经发生变化 
“呒不”作否定副词时，后接谓词性成分，相当于文言“未”，否定已然事件。例如： 

(49) 尔个东西我呒不碰过。(你的东西我没碰过。) 
(50) 今密上课蛮乖个哦，言语一日呒不讲过嘞。(今天上课挺乖的，一天都没有说话。) 
(51) 上海我呒不去过。(上海我没去过。) 
(52) 比赛我呒不参加，小王参加嘞。(我没有参加比赛，小王参加了。) 

“呒不”否定动作时，表示的是该动作到说话人说话时还 s 没有发生，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陈述，

如例(49)的“呒不碰过”是“碰”这个动作没有发生，例(50)的“呒不讲过”是“讲”这个动作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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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否定性质状态(静态) 
“呒不”否定事物性质状态时，可以只表示对事物静态的否定，用法相当于“弗”，例如：  

(53) 件衣裳一点也呒不好相。(这件衣服一点也不好看。) 
(54) 个手机照相拍起来一点也呒不清爽。(这手机拍的照片一点也不清晰。) 
(55) 个师傅认去一点呒不专业。(这师傅看上去一点也不专业。) 
(56) 小王考得呒不好。(小王考得不好。) 

例(53)到例(56)中的“呒不”都可以用“弗”代替。 
此外，“呒不”否定事物状态时，隐含有事物状态是逐渐变化形成的，此时可以在“呒不”前加副

词“还”，形成“还呒不”的形式，也可以省略成“还不”。例如： 

(57) 天(还)呒不黑。(天还没黑。) 
(58) 饭(还)呒不烧熟。(饭还没熟。) 
(59) 雨还不落。(雨还没下。) 

和“弗 + VP”不同的是，此时的“呒不”表示事物还未到达某个阶段，如“天呒不黑”表达的是天

还不够黑，“天弗黑”表达的是对“天黑”这一状态的否定。 

3.1.4. 否定数量或程度 
动词“呒不”和副词“呒不”都可以用来否定数量或程度，但用法上有所区别。例如： 

(60) 且呒不几个人读完大学白有工作个哦，单位统统要求研究生。(现在没有几个人读完大学就可以

有工作，单位都要求是研究生。) 
(61) 格样一点大个两梗鱼加起来呒不三斤重。(这样小的两条鱼加起来没有三斤那么重。) 

例(60)的“呒不”是动词，否定概数，表示陈述客观事实。“呒不几个人读完大学白有工作”是当下

就业现状，客观存在。例(61)中的“呒不”副词，表示所说的数量不是事实，一般用于纠正对方的判断，

“呒不三斤重”是说话人认为鱼很小不够三斤。 
此外，“呒不”还可以否定程度，例如： 

(62) 湖州我白去了一达，呒不怎样耍过。(湖州我就去了一趟，没怎么玩过。) 

例(62)中“呒不”否定的是“耍”的程度，因为只去了一趟所以没怎么玩。 

3.1.5. 用于比较，表示程度不够 
“呒不”放在名词、代词前还常常用于比较，表示前者程度不及后者。例如： 

(63) 我呒不其跑得快。(我没她跑得快。) 
(64) 今密个字呒不昨日写得好。(今天的字没有昨天的写得好。) 
(65) 格条裤呒不该条好相。(这条裤子没那条好看。) 

例(63)在跑步速度上，我不及对方快，例(64)“今密个字”在程度上不及“昨日个字”好，例(65)“格

条裤子”的“好相”程度不及“该条”。 

3.1.6. 情态助动词，表示没有条件 
和作副词否定已然体的“呒不”不一样，宁海方言中“呒不”还发展出了一种情态助动词的功能，

放在动词前表示“没有条件、不能”，此时重音在“呒不”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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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小明违反纪律，三好学生呒不评选嘞。(小明违反纪律，不准评选三好学生了。) 
(67) 尔今密弗听话，棒冰呒不吃嘞。(你今天不听话，棒棒糖你不准吃了。) 
(68) 比赛我呒不参加，得小王参加嘞。(这个比赛我没有被批准去参加，让小王去参加了。) 

3.2. 基本否定词“呒不”的句法功能 

宁海方言中“呒不”的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没有”，作动词时主要否定体词性成分，作副

词时，主要否定谓词性成分。 

3.2.1. 呒不 + NP 
“呒不 + NP”中“NP”一般为普通名词，主要表达对存在、领有的否定。也可以为数量词，表示

对数量的否定。例如： 

(69) 呒告用个东西扔点嗷，屋里呒不屋采好安嘞！(没用的东西扔点掉，屋子里没有地方可以放了！) 
(70) 探病呒不夜头去个道理。(探病没有夜里去的道理。) 
(71) 夜头呒不风嘛，热煞人嘞！(夜里没有风啊，热死人了！) 
(72) 怎样呒不人帮忙嘛！(怎么没有人帮忙啊！) 
(73) 呒不人得活络狗咬去啦，尔放心好嘞。(没有人被狗咬到，你放心吧。) 
(74) 尔呒不水笔好写字啦，尔要用铅笔写。(你没有水笔可以写字了吗，你要用铅笔写。) 
(75) 只白蟹呒不四两，尔再称称相。(这只梭子蟹没有四两，你在称称看。) 
(76) 且蟹刚刚上市壮个呒不几只。(现在蟹刚刚上市肥的没有几只。) 

例(69)中“NP”是处所名词，例(70)是时间名词，例(71)到例(74)是人物名词，例(75)和例(76)是数量

词。并且例(72)中的名词是后面动作的施事，例(73)中的名词是受事，例(74)中的名词是用事。 
其中，“NP”后也可以加上形容词，形成“呒不 + NP + A”格式，多用于比较句，表示后者程度上

不及前者。例如： 

(77) 茄儿读书呒不茄囡好。(他家儿子读书没有他家女儿好。) 
(78) 小王呒不小李油佬。(小王没有小李富有。) 

3.2.2. 呒不 + VP  
“呒不 + VP”中的“呒不”是副词，否定已然事件。例如： 

(79) 其脚骨倒断嗷嘞，学校头呒不去。(他脚摔断了，学校(他)没去。) 
(80) 每日来做生活，困觉呒不困。(每天都在干活，觉也没睡。) 
(81) 呒不打扫卫生个人名字记落来。(没有打扫卫生的人名字记下来。) 
(82) 核酸呒不做过个人公交车呒告乘。(核酸没做过的人公交车不能乘坐。) 

“呒不 + VP”在句子中主要作谓语如例(79)和例(80)，也可以作定语，如例(81)和例(82)。“呒不”

修饰含有实现义的动词，如：打、骂、讲、碰等时，虽然动作本身一做出来就已经具备已然性，但往往

还要在动词后加上“过”，来强调动作已经发生，一般不单独说“呒不打”而说成“呒不打过”，或者

在动作后加上宾语。在修饰比较抽象的心理动词时也是如此，需要在动词后加“过”或带上宾语，如“呒

不钟意过”或“呒不钟意其”。 
一些不具备动态性的动词则不能用“呒不”修饰。例如： 

(83) *呒不愿意、*呒不是、*呒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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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愿意”是情态动词，“是”是关系动词，“晓得”是认知动词，这些动词都不具有活动性，

所以不能用“呒不”否定。 
“呒不”后还可以跟动宾短语，形成“呒不 + VO”的形式，例如： 

(84) 我呒不带电脑。(我没带电脑。)  
(85) 其呒不倒垃圾。(他没倒垃圾。) 

这些句子中的宾语都可以提到“呒不”前变成一种口语中更常见的形式“N + 呒不 + V”，如“我

电脑呒不带”“其垃圾呒不倒”。此外“呒不”后还能跟双宾语形式，例如： 

(86) 我手机呒不借得妹妹搞过。(我手机没有借给妹妹玩过。) 
(87) 个事干我呒不听其讲过。(这件事我没听他说过。) 

此外，“呒不”还可以修饰动补形式，形成“呒不 + VC”的格式。例如： 

(88) 我衣裳还呒不净好。(我衣服还没洗好。) 
(89) 个装修装得呒不好。(这装修装得不好。) 
(90) 只快递还呒不驮过来。(这个快递还没拿过来。) 
(91) 条裤呒不着两日白破嗷嘞。(这条裤子没穿两天就破了。) 

例(88)中“C”为结果补语，这类补语最为常见，动词后经常加“好”“过”等半虚化的完成体标记。

例(89)中“C”为程度补语，多为非贬义性的形容词或形容词性词组，并且“呒不”还可以放在动词前，

变为“呒不装得好”。例(90)中“C”为趋向补语，例(91)中“C”时量为补语，此时“呒不”可翻译为“不

到”，不管这段时间多长，用“呒不”否定后都表达为“趋小”，例如“书读了呒不两年白弗读了”，

意为“书读了没两年就不读了”，表达的是说话者认为这段时间不够长。 

3.2.3. 呒不 + AP 
当“呒不 + AP”表示不具有某种属性时，“AP”一般为性质形容词中的中性形容词和褒义形容词，

此时重音在“呒不”上，在句中主要作谓语。例如： 

(92) 苹果呒不甜。(苹果不甜。) 
(93) 只西瓜呒不红。(这个西瓜不红。) 
(94) 个专业且呒不吃香嘞！(这个专业现在不吃香了！) 

“呒不 + AP”也可以做补语和定语，例如： 

(95) 字写得呒不清爽。(字写得不清楚。) 
(96) 呒不好相个衣裳买来做搞姆啊？(不好看的衣服买来做什么啊？) 

“呒不 + AP”在例(95)中作补语，在例(96)中作定语。 
此外，当重音放在“AP”上时，“呒不 + AP”表示事物举例某种属性还有一段距离。例如： 

(97) 个人呒不坏，还有坏猛个尔呒不见过嘞。(这人还不够坏，还有更坏的你没见过呢。) 
(98) 个颜色呒不红。(这颜色还不够红。) 
(99) 天呒不暗。(天还不够黑。) 
(100) 尔个样画还呒不难相，还好曾啊难相点。(你这样画还不够难看，还可以再难看点。) 

这些例句中“呒不”前都可以加“还”，此时能进入该格式的形容词为性质形容词中的中性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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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贬义形容词，褒义形容词想表达这种含义时，一般用“还欠 + AP”的形式，例如“还欠好”，就表示

不够好。 
此外，“呒不”后还可以跟形补短语，形成“呒不 + AC”的形式。例如： 

(101) 天价还呒不冷起来，空调还呒告歇。(天气还没有变冷，空调还不能停。) 
(102) 卡头呒不尽多少钞票嘞，天亮打点进去。(卡里没剩下多少钱了，明天打一点进去。) 
(103) 盏路灯呒不亮两记白跳嗷嘞。(这盏路灯没亮两下就黑了。) 

例(101)是形容词加趋向补语，例(102)是形容词加代词形成的补语，例(103)是形容词加数量词形成的

补语。 

4. 宁海方言“呒不”和普通话“没有”的比较 

张谊生《现代汉语虚词》中提到“‘没有’否定事实和变化。”[4]即否定客观事实，而非主观意愿。

例如： 

(112) 他没有干过这事儿。 
(113) 我没有去学校。 
(114) 饭还没有熟。 

“没有干过”和“没有去”都表示某个客观事实尚未发生，“没有熟”则表示某种客观变化尚未发

生，即“没有”作为已然否定副词。 
“没有”还可以否定领有或存在，例如： 

(115) 家里没醋了。 
(116) 这地方没有共享单车。 

“没有”还可以表示否定性上的比较，即表示程度上的不如，例如： 

(117) 我没有他那么厉害。 

宁海方言中的“呒不”在语义上和“没有”基本相同，以上例子在宁海方言中“没有”皆可以用“呒

不”代替。 
“没有”兼属动词副词两个词性，作动词时否定体词性成分，作副词时否定谓词性成分。例如： 

(118) 我没有计划。 
(119) 他还没有吃饭。 
(120) 衣服没有干。 

“没有”作为动词“有”的否定形式也可以表示“不存在”，如“钱没有了”等。以上用法和宁海

方言中的“呒不”大致相同，但也两者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宁海方言中的“呒不”可以回答反复问句，此时相当于普通话的“不”，例如： 

(121) 部电影好相伐？——呒不好相。(这部电影好看吗？——不好看。) 
(122) 老师上课讲得好弗好？——一点也呒不好。(老师上课讲得好不好？——一点也不好。) 

此外，宁海方言中的“呒不”用在形容词前可以省略成“不”，表示变化尚未发生，例如： 

(123) 地还(呒)不燥。(地还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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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路灯还(呒)不亮。(路灯还没亮。) 

“呒不”还有一种表示“没有条件、不允许”的情态助动词功能，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不能”。例

如： 

(125) 且个档保险呒不得尔保嘞！(现在这类保险不能让你保了！) 
(126) 其官呒不当嘞！(他官不能当了。) 

由上可知，宁海方言中的“呒不”在语义上大致等于普通话中的“没有”，主要否定客观事实和变

化，以及否定存在、领有，也有否定已然体、用于比较等用法，但和普通话中的“呒不”不同，宁海方

言中的“呒不”还可以回答反复问句，相当于普通话的“不”，并且还有一种表示“没有条件、不允许”

的情态助动词用法，此外，“呒不”用在形容词前可以省略成“不”。 

5. 结论 

本文从语义和句法结构角度对宁海方言中两个基本否定词“弗”和“呒不”做了简单的描写，并将

宁海方言中的否定词“弗”和“呒不”和普通话中的“不”和“没有”做了简单的对比分析，得出了宁

海方言否定词的一些特点： 
第一，宁海方言中的否定词“弗”和“呒不”与普通话中的否定词“不”和“没有”在意义和用法

上基本一致，“弗”和“不”都表示否定主观意愿，“呒不”和“没有”则否定客观存在，它们主要修

饰谓词性成分。宁海方言的“呒不”除了可以和“没有”对应，还可以和“不”、“不能”对应。 
第二，在句法结构方面，宁海方言否定词能形成一些普通话里没有结构，如“弗”可以形成“V + 勿 

+ C + O”和“V + O + 勿 + C”两种结构，但普通话中的“不”只有第一种。有一些普通话否定词的用

法，在宁海方言否定词中没有，如“弗”不能单独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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